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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.介绍了/01移动信令网中移动应用部分$123’的监测问题)主要讨论了123分层结构)123信

令协议分析及移动业务分析4针对123的分层格式)着重介绍了其由事务处理能力层$5623’向123层

的解码过程)给出了流程图)并结合实例分析了解码结果4在建立在底层解码的基础上的移动分析中)给出

了包括呼叫建立号码)统计及呼叫故障统计的实现过程实测情况4123信令监测系统的实现对更好地维

护管理/01信令网)优化/01网络提高网络的运行质量都是不可缺少的4实测结果对123信令检测系

统的实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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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引 言

七号信令网是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)是通信

网向综合化*数字化*智能化*宽带化和个人化发展

的不可缺少的基础支撑网之一4我国数字移动通信

网$/01’采 用 三 级 结 构.一 级 移 动 业 务 汇 接 中 心

$5106<’)二 级 移 动 业 务 汇 接 中 心$5106>’和 本

地移动业务交换中心$106’4移动信令作为七号信

令的一部分在/01 网中起着神经系统的作用4在

106之间或106与其它外部设备之间)与呼叫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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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的信令将使用!"#$%&"#’与呼叫无关的信令应

用在()#上’()#在处理位置更新$数据登记等

通信业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$为了保证*&(信令

网 的 正 常 高 效 运 行$()#信 令 监 测 的 概 念 和 监 测

系统应运而生’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来介绍对()#
的 监 测+()#分 层 结 构$()#信 令 协 议 分 析 和 移

动业务分析’

, -./分层结构

移动应用部分0()#1是专为*&( 要求而设计

的$在2&%参考模型中位于!3)#之上’()#使用

&33#的无连接方式’此协议用于(&345674867
及9%7格节点之间的通信’例如+位置登记:删除$补

充业务处理$呼叫建立期间客户参数的检索$切换$
客 户 管 理$操 作 维 护$位 置 寄 存 器 故 障 后 的 恢 复$

%(9%的管理$鉴权$支持短消息业务的程序’()#
使用 信 令 连 接 控 制 层0&33#1和 事 务 处 理 能 力 层

0!3)#1的关系$如图,所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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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叫用
户地址

被叫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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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3)# 消息长度
事务处理部
分消息单元

对话部分
消息单元

成分部分
消息单元

消息类型

()#

图, ()#提供层的分层结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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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 -./信令协议分析

*&( 移动信令监测系统能够采集所监测的七

号信令链路上的全部消息并采用分布式数据管理’
系统能够选取被监测信令网任意组合的多条信令链

路进行实时监测和信令消息的协议分析$可详细译

码$并在消息中的各个子域进行比特分析’可采用实

时滚动或锁定方式$去浏览或分析详情$同时可以借

助在线帮助系统的文字描述$使得剖析4查找信令中

的问题变得快捷$利于提高工作效率’同时$系统还

提供历史信令消息的协议分析$可以选择某个时间

段4某些信令链路组合0如某局向的全部链路1进行

历史分析’由!3)#层向()#层的解码过程$如图

<所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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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码0231
判断()#消息类型

成分部分长
度及内容

成分部分类型

0YZ),[YZ)?1

\QM]^<

成分部分标签

KL_

\QM[[@对话部分

‘\QM̂ ^YZBEa

KL_ \QM]^<

AT
\QM]^b

\QM]^b

KL_ \QM]^<

\QM]^<

\QM[[@c!%c
提取‘\QM至‘0\QM]=1
供上层统计

‘\QM̂ ^YZbda

\QM[[@2!%c
提取‘\QM至‘0\QM]=1
供上层统计

‘\QM̂ ^YZb>a

!3)#消息类型

0YZB,[[YZB?1

图< !3)#层解码过程

CGHI<cLOTNGAH#MTOL__GA!3)#6JKLM

!3)#作 为 ()#的 业 务 提 供 层$其 业 务 与

()#业务有一定的映射关系$每条()#消息都对

应了!3消息的某一类型$所以在解码时 首 先 要 判

断!3消息类型为+单项消息类型0"AGNGMLOQGTAJe1$
开 始 消 息 类 型0ELHGA1$结 束 消 息 类 型09AN1$继 续

消息类型03TAQGARL1或 中 止 消 息 类 型0)fTMQ1中 的

哪一种’!3)#解码由函数5G_!3)#01完成’要完

成的任务还有+

0,1判断起源事务%c和目的地事务%c在每个

消息类型中的分配情况g

0<1提取起源事务%c和目的地事务%c供上层

分析使用g

0=1分析事务处理部分$对话部分$成分部分消

息单元g

0b1判断()#消息类型’见表,’
表, 每条消息类型中的事务处理%c表

!JfI,!MJA_JOQGTA3J\JfGeGQGL_%cGA%ASTMhJQGTA3eJ__GSGOJQGTA
消息类型 起源%c 目的地%c

"AGNGMLOQGTAJe 否 否

ELHGA 是 否

9AN 否 是

3TAQGARL 是 是

)fTMQ 否 是

在编程时首先要判断!3)#消息 类 型0(!^

^YZB,iiYZB?1$根据消息类型(!的值可以判断

起 源事物%c02!%c1与目的事物%c0c!%c1的存在

情况’2!%c与c!%c的值分别赋给数组fRS2!%c
j<b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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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和$%&’()’!"#供*+,,-地址统计.时调用/
就 一 条 发 参 数 消 息 01-2+34’2-151036

(35+的(,1-层和01-层解码结果分析如下7
899:;<=;>18?>9>38,:@1::?=9=:=:=9=:=@>==AB

<==<8;==:=9><;:=?:A;>==>=1=:=:B

=::===:=$C89BD (,1-0(789BE3F开始消息类型

==:====:$C9:BD 0G347>>消息总长度H必备项

=:==:===$C;<BD I()’(1F7;<B起源事务标识标签H必备

项

=====:==$C=;BD I()’G)7=;起源事务标识长度H必备项

JJJJJ I()’7起源事务标识H必备项

>18?>9>3B

=::=::==$C8,BD ,-(1F78,B成分部分标签H必备项

===::==:$C:@BD ,-G)79K成分部分长度H必备项

:=:====:$C1:BD ,((1F71:B)4L调用成分

===:=:::$C:?BD ,(G)79>成分类型长度H必备项

======:=$C=9BD )4L)’(1F7=9B调用标识标签H必备项

=======:$C=:BD )4L)’G)7=:调用标识长度H必备项

JJJJJ )4L)’7调用标识H必备项

=:B

======:=$C=9BD I,(1F7=9B本地操作码标签H必备项

=======:$C=:BD I,G)7=:操作码长度H必备项

====:==:$C=@BD 01-7=@7+MNO-PQPRMSMQT发参数

JJB +MU%MNVM(1F7>=B顺序标签

JJB +MU%MNVMG)7:K顺序长度

JJB )0+)(1F7<=B)0+)C国 际 移 动 用 户 识 别

号D标签

JJB )0+)G)7=<)0+)C国际移动用户识别号D长度

JJB )0+)7;8===:>9;<=::?;)0+)C国际移动用户识别号D

JJB 5MU%MTS-PQPGTS(1F7>=B请求参数清单标签

JJB 5MU%MTS-PQPGTSG)7=>请求参数清单长度

JJB 5MU%MTS-PQP(1F7=1B请求参数标签

JJB 5MU%MTS-PQPG)7=:请求参数长度

JJB 5MU%MTS-PQP7=:B请求参数 7请求鉴权序列

> 移动业务分析

移动业务分析建立在底层解码基础上H它包括7

+,,-地 址 统 计W呼 叫 建 立 号 码 统 计W呼 叫 故 障 统

计W呼叫跟踪W漫游用户分析等/

>X: 呼叫建立号码统计

01-呼 叫 建 立 号 码 统 计 是 指 在 01-与 呼 叫

过程中H提取被叫用户的)+’4号码H并且判断此次

呼叫的响应结果C正常响应W中止或返回差错DH并且

可以对被叫进一步分析返回差错的差错类型C如7缺

席用户等D/系统能够提供任意时间段W任意F+0移

动业务交换中心0+,局站的01-呼叫建立号码的

统计列表H如图>所示/

开始时间7 ==7=>7== 持续时间7 ==7=>7==

序号 )+’4号码 响应

: <8:>@@==K:<=: 返回差错

9 <8:>89?KK@88K 正常响应

> <8:>@@==>;99= 正常响应

; <8:>8=<:KK>@K 返回差错

K <8:>@<=9>>;K= 正常响应

8 <8:>@@==K;?K9 返回差错

? <8:>@@===89;; 返回差错

< <8:>@8?:?K:8= 正常响应

@ <8:><@==999=K 正常响应

:= <8:><@==9@>8> 正常响应

:: <8:>@@=K;>;98 返回差错

图> 呼叫建立号码统计界面

A"YX>4%R$MQ+SPS"TS"V)NSMQ&PVM&ZQ,P[[+MS6%\

此窗口由视图函数0P\VP[[]"M̂ CD完成H在确认

消息中H用函数通过指向成分类型标签指针T$%&来

判断返回的值为正常响应还是差错/点击)+’4号

可进入下一层分析C信令协议分析DH由信令分析程

序得出的结果可显示返回差错的原因为用户缺席W
限制呼叫W前转违例W不认识的用户W设备不支持W非

期望数据W呼叫闭锁W号码改变等中的一种/隔不久

呼 叫 建 立 号 码 统 计 主 要 由 函 数 01-,P[[4ZC%N6

T"YNMOVBPQ_$%&D实现/当操作码I,‘ZJ<:时H调

用*呼叫建立号码统计.函数/呼叫建立时H01-消

息 为 01-2 +34’2 5Ia()4F2 )4AI 请 求 和

01-2+34’25Ia()4F2)4AI确认H包含的参数

有7调用)’W被叫用户0+)+’4W0+,地址W)0+)W网

络信令信息/被叫用户的)+’4在请求消息中提取H
值赋给数组E%&(3G4I!"#并入库/

>X9 呼叫故障统计

呼叫故障统计是针对上一步中各响应结果进行

的统计/输出每种响应次数占总呼叫次数的百分比H
如图;所示/

呼叫故障分析统计过程由函数B"T01-,P[[AP"[

CD完成H函数中根据变量$PVbPNT的值 来 判 断 响 应

结果H过程如下7

c>;c

赵永峰H等7F+0移动信令网中移动应用部分C01-D
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

的监测



!"#$"%&’’ ()&*&+",-../00系统故障

!"#$"%&’’ (12"3"-4&&../00数据丢失

!"#$"%&’’ (56%7897#3722"3"../00非期望数据

!"#$"%&’’ :6%$%4;%&6!../00未知用户

!"#$"%&’’ <:27=,#7%43&69../00设备不支持

!"#$"%&’’ ))%6>#?"%@72../00号码改变

!"#$"%&’’ :ABB::&=C%43&699../00不支持承载电信业务

!"#$"%&’’ <D"!&7%3&6!../00缺席用户

!"#$"%&’’ :(#"---4#$../00呼叫闭锁

!"#$"%&’’ :1EFGC7H7#3../00EFG拒绝

!"#$"%&’’ :)+4C;4C2=,4-"37../00前转违例

开始时间I AAI:JIAA 持续时间I AAIA(IAA

KLE <<M<11M<1 <<M<11MA1 <<M<11MA)
总呼 1 ( (

呼叫成功 ) JAN ( :AAN < 55N
系统故障 A AN A AN A AN
数据丢失 A AN A AN A AN

非期望数据 A AN A AN A AN
设备不支持 A AN A AN A AN

未知用户 A AN A AN A AN
号码改变 A AN A AN A AN

不支持承载O电信P A AN A AN A AN
缺席用户 A AN A AN A AN
呼叫闭锁 : <AN A AN : ((N
EFG拒绝 A AN A AN A AN
前转违例 A AN A AN A AN

图) KQR呼叫故障统计

S,@T)KQRE"--S"6-3L3"3,&3,#&
移动业务分析功能对与GLK 移动用户直接相

关的一些 重 要 因 素 进 行 分 析 统 计U给KQR的 性 能

分析V故障分析V故障定位和运行维护提供分析手段

和指导W

) 结束语

随 着 GLK 网 络 复 杂 度 和 用 户 需 求 的 增 加U对

GLK信令网的监测显得日趋重要WKQR监测系统

是维护管理GLK信令网的重要手段U对于用户了解

GLK网络运行状态U优化GLK网络U提高网络运行

质量都是不可缺少的W随着移动通信的发展UKQR
的监测将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U并发挥着更大的作

用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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